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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会第 26 届参议院选举 10 日举

行，结果 11 日揭晓。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

自民党大获全胜，单独斩获本次选举争夺

议席的过半数。同时，以自民党为首的修

宪势力继续在参议院保持超三分之二多

数地位，且议席数大增。

分析人士认为，继去年 10 月国会众议

院选举后，岸田又带领自民党赢下本次参

议院选举，政权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他

未来一段时间能稳定执政，而且具备在众

参两院发起修宪动议的条件。鉴于他此

前在修宪问题上表态积极，未来日本政坛

修宪动作或将加速。

岸田地位巩固

日本参议院选举每 3年举行一次，每次

改选半数议席。由于 2018 年修订的《公职

选举法》将参议院额定议席总数增至 248

个，本届选举改选和新增加的议席共 124

个，加上神奈川选区的一个补选议席，朝野

政党共计 545位候选人角逐 125个议席。

自民党有55个议席需要改选，选后获得

63 个议席，超过本次选举争夺议席的过半

数，可谓大获全胜。分析人士认为，选民对

在野党不抱希望、在野党未能形成统一战线

分散了选票、岸田上台以来一直保持较高支

持率、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遇袭身亡影响选

民投票等，是自民党大胜的主要原因。

岸田去年 10 月刚刚带领自民党赢得

众议院选举，如今自民党又在参议院选举

中大胜，这无疑有利于岸田党内地位的巩

固。同时，按照选举规则，如果不出现意

外情况，日本未来三年内将不会举行大的

国政选举，有日本媒体甚至称之为“黄金

三年”。而在自民党内，岸田的自民党总

裁任期也还有两年多时间。这意味着岸

田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稳定执政。

修宪势力增长

根据日本修宪相关程序，发起修宪动

议需要在国会众参两院分别获得三分之

二以上议员支持。修宪势力能否在参议

院维持发起修宪动议的三分之二多数，成

为本次选举的一大看点。

结果，不仅自民党大获全胜，其他修

宪势力的议席总体上也有增长。从需要

改选的议席数和选后获得的议席数看，日

本维新会由 6 席增至 12 席，翻了一番；公明

党和国民民主党所获议席数虽有所下降，

但仅分别失去了 1 个和 2 个议席。加上非

改选议席，四党议席总数从选前的 166 席

增至 177 席，继续超过参议院议席总数的

三分之二，但超出更多。

而修宪反对势力则总体上议席数减

少。仍以要改选的议席数和选后获得的

议席数比较，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由 23

席降至 17 席，日本共产党由 6 席降至 4 席，

社民党维持 1 席，只有令和新选组从 0 席增

至 3 席。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日本政坛右翼

和修宪势力正在增强，左翼和护宪势力则

进一步削弱。

动作或将加速

由于修宪势力已在去年 10 月的众议

院选举中掌握了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因

此在今后三年内都具备发起修宪动议的

条件。岸田在修宪问题上表态积极，去年

9 月竞选自民党总裁时甚至声称要在总裁

任期内实现修宪。他 11 日又表示，将争取

尽早发起修宪动议。

不少分析认为，鉴于岸田在修宪上的

积极态度和稳定的执政前景，加上此前大

力推动修宪的安倍遇刺后，修宪势力有可

能以继承安倍遗志为名趁机推动修宪进

程，未来日本政界的修宪动作很可能加速。

不过，修宪势力想要修宪成功也没那

么容易。首先，修宪势力并非铁板一块，

不 同 政 党 在 修 宪 的 具 体 内 容 上 存 在 分

歧。比如，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就不支持

自民党等提出的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

第九条的提案。该党党首山口那津男 10

日晚表示，并不是不修宪自卫队就不能开

展工作，没有必要修改宪法第九条的第一

项和第二项。

其次，在自民党内部，安倍遇刺使保守

派失去了“领头羊”，从而凝聚力下降，这也

可能影响自民党的修宪进程。东日本国际

大学客座教授西园寺一晃指出，自民党最

大派阀安倍派内部将展开权力争斗。

此外，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仍对修宪持

怀疑和反对态度。有日媒指出，由于国会通

过修宪动议后还要进行国民投票，一旦被否

决，内阁将被迫辞职，因此对首相而言，修宪

是一场“以政治生命为赌注的豪赌”。日本

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认为，岸田若志在长期

执政，将会避开无谓的修宪争论。

对于日本可能加速的修宪动向，日本

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指出，恪守和平

宪法精神，反省曾经对亚洲各国发动侵略

战争和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是日本在亚

太地区恢复信任的唯一方法。日本“继承

和 发 展 村 山 谈 话 会 ”理 事 长 藤 田 高 景 表

示，宪法第九条是战后日本对国际社会发

出的要作为和平国家重生的公开誓言，正

因为它的存在日本才能赢得其他国家信

任，日本应坚守宪法第九条。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新华社东京7月 11日电）

修宪势力参议院议席数“过门槛”

日本政坛修宪动作或将加速

7 月 10 日，在西班牙贝瑙汉，游客在湖中消暑。

西班牙正经历今年夏天的第二波高温天气。

新华社/路透

热浪再袭西班牙

新华社联合国 7 月 11 日电 （记者王建刚）7 月 11 日是世

界人口日，联合国当天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报告显

示，世界人口预计将于今年 11 月 15 日突破 80 亿。

据联合国的最新预测，世界人口将在 2030 年和 2050 年分

别增长至约 85 亿和约 97 亿，到本世纪 80 年代达到约 104 亿的

峰值，并在本世纪结束前维持这一水平。

报告说，许多国家的生育率近几十年来显著下降，世界人

口增长率在 2020 年降至 1%以下，为 1950 年以来首次。预计

在 2022 年至 2050 年间，61 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将减少 1%或

更多，在这一时期，超过一半的全球人口增长将集中在刚果

（金）、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

坦桑尼亚这 8 个国家。

报告预测，全球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预计将从

2022 年的 10%上升至 2050 年的 16%。届时，预计全球 65 岁及

以上老龄人口的数量将是 5 岁以下儿童数量的两倍多，并与

12 岁以下儿童数量大致相同。

报告说，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在 2019 年为 72.8 岁，比 1990
年提高近 9 岁，但该数据在 2021 年降至 71.0 岁，其主要原因为

新冠疫情的影响。此外，2021 年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

命比全球平均水平少 7 岁。报告预计 2050 年全球人均预期寿

命将达到约 77.2 岁。

联合国报告：

世界人口预计今年11月突破80亿

韩国新冠疫情趋紧

尹锡悦暂停每日简约记者会

▶这是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拍摄的王莲（7 月

11 日摄）。

华南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
7 月 11 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正式揭牌。至此，我国已设立并揭牌运行一北、一南两个国家植物园，国

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华南国家植物园依托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致力于全球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保

育、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

▲这是 7 月 11 日拍摄的华南国家植物园展览

温室群（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9 日爆发抗议活动。

斯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和总理拉尼尔·
维克拉马辛哈均表示将辞职。根据斯法律，如

果总统和总理都辞职，议会议长最多可担任临

时总统 30 天，并在这段时间内组织选举活动选

出新总统。随后，总统任命总理，但总理同样

需要获得议会认可。斯政局动荡短期内将持

续，其原因是长期积累起来的。

今年以来，斯里兰卡粮食、油气、药品等严

重短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通货膨胀不断加

剧，经济濒临崩溃。斯政府此前宣布“破产”，

学校也被迫关门，民众不满情绪持续累积。根

据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在该国约 2200 万人口

中，超过 620 万人面临食品短缺，约 61%的家庭

不得不减少食品消费。

今年 5 月，时任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辞

职，随后维克拉马辛哈出任总理。不过，这并

没有能够化解该国经济面临的困境。科伦坡

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贾亚德瓦·乌扬戈达说，

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斯政局今后一段时

间可能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未来的新领导人

同样将面临严峻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斯经济状况近年来不断恶

化，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 因 方 面 ，斯 里 兰 卡 曾 遭 受 英 国 殖 民 统

治，殖民经济的遗毒导致该国经济至今仍严重

依赖茶叶和橡胶等少数几种农作物，单一的经

济结构导致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2021 年，

斯政府推动有机农业发展下令禁用化肥。尽

管该禁令此后在民众的不满声中放松，但据专

家测算，该禁令使斯水稻年产量减少约 43%，橡

胶、椰子和茶叶等经济作物出口减少 40%。不

少农民失去了收入来源，农作物减产导致食品价格飙升，大量

民众生活陷入困境，低收入群体受到的冲击更大。

外因方面，斯里兰卡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汇收入，其生

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高度依赖进口。旅游业是斯外汇的主要

来源之一，新冠疫情暴发后，来斯旅游的国际游客人数出现断

崖式下跌，尽管 2021 年整体形势有所好转，但也不及疫情前

水平。受疫情影响，斯里兰卡外汇的另一重要支柱——海外

务工人员汇款也大幅减少。两者叠加，导致斯外汇收入大

减。斯里兰卡财政部今年 5 月发布数据显示，该国可用外汇

储备已降至不足 5000 万美元。

今年 2 月以来，乌克兰危机升级等因素导致全球粮食和

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使得本就外汇紧张的斯里兰卡更加难以

进口足够的粮食和能源，从而使其国内通胀问题持续恶化。

斯里兰卡 6 月通胀率达到创纪录的 54.6%，食品通胀率更是高

达 80.1%。维克拉马辛哈 7 月初表示，未来几个月该国通胀率

将达到 60%。

葡萄牙《公众》日报网站日前刊文说，“斯里兰卡的问题具

有本国特色，主要由内因引发，但其崩溃也与一系列错综复杂

的全球现象密不可分”。 （新华社北京7月 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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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微特稿 受新冠疫情反弹影响，韩国总统府 11
日起将暂停总统尹锡悦的每日简约记者会。

总统府当天在一份通知中说，由于疫情蔓延，尹锡悦在出

勤途中与记者见面、接受简单采访的“每日简约记者会”将暂

停。此外，总统公开活动的采访报道将受到限制。总统府发

言人将主要以书面形式发布消息，总统府将及时提供总统公

开活动的照片和视频。 （李彦南）

今年上半年，国内部分地区疫情多发

频发，对消费造成较大冲击。按照中央部

署，各地各部门出台一系列支持促进消费

的政策。数据升降之间，结构变化背后，

消费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消费画出复苏曲线

上海，百年历史的南京路上，再次飘

起蝴蝶酥、卤味糟货等美食的香气，“中华

商业第一街”正在回归“熟悉的模样”。

武汉，夜幕降临，江汉关大楼的灯光

次第亮起，“随时可见熙熙攘攘的客流。”

江汉路一家小吃店主刘聪说。

西安，集秦腔演艺、老字号美食、国潮

新零售为一体的易俗社文化街区，成为吸

引大批年轻人前来打卡的新宠……

记者近日调研走访多地发现，由于疫

情等因素一度“遇冷”的线下市场，正在释

放复苏“暖意”。

今年 3 月以来，国内疫情点多、面广、

频 发 ，让 开 年 一 度 有 所 回 暖 的 消 费 迎 来

“倒春寒”。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 增 速 从 1 至 2 月 的 6.7% ，降 至 3 月

的-3.5%，4 月进一步下跌至-11.1%。一些

地方的餐厅、影院、商场等经营场所人气

“冷落”。

重压之下，一系列激活消费市场政策

举措密集出台——

多 措 并 举 鼓 励 汽 车 、家 电 等 大 宗 消

费；为餐饮、零售等市场主体提供房租减

免、平台佣金减免、金融支持等纾困举措；

在更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

税，全年退减税总量 2.64 万亿元；全国多地

纷纷发放餐饮、零售等消费券，促进消费

回补……

“消费券对我们的销售提振效果很明

显。”卜蜂莲花湖南区域总裁宋华松说，6
月以来，电商平台发放消费券带动线上销

售额增长超 200%。

随着一系列政策落地见效，各地消费

持续升温、复苏脚步加快：5 月社零总额降

幅比上月收窄 4.4 个百分点；6 月国内汽车

产销量环比分别增长 29.7%和 34.4%；在美

团、京东等平台，餐饮、酒店、机票预订等

业务均有所增长……

“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明

显收窄，随着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消费回

升的步伐也会加快。”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付凌晖此前说。

透视消费升级“密码”

加热净水器、智能扫地机器人、空气

炸锅——这是 2022 年某电商平台评选出

的家电新“三小件”。

升级类消费较快增长——

“疫情发生后，健康消费需求持续扩

大，我们相继推出主打除菌功能的新品，

并创新研发技术，满足消费者对‘留香持

久、香气高级’的洗衣升级需求。”立白科

技集团副总裁许晓东说。

品质、科技、健康、绿色……近年来，

中国消费的关键词不断更新。“持续升级

的消费需求正在推动供给侧加速变革，未

来，更多适销对路的商品将促进内需潜力

进一步释放。”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

员王蕴说。

服务消费空间广阔——

今年“618”期间，京东平台家政自营

服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200%；洗衣洗鞋

类服务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280%；家政保

洁类到家服务成交额同比增长 188%；宠

物健康管理、家居整理等新型服务也受到

消费者欢迎。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人均服

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 44.2%。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

随着消费不断升级，未来我国服务消费将

持续增长，企业要专注满足消费者的服务

需求，推动从以生产产品为主向“制造+服

务”转型升级。

7 月底，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将在海口拉开帷幕。本届消博会参展

企业和品牌数量均超首届，境外企业参展

面积占比由首届的 75%增加至 80%，不少

企业将携“首发”“首秀”产品亮相中国。

“我们将为本届消博会带来多款充满

科研技术的绿色健康食品。”达能中国、北

亚及大洋洲总裁谢伟博说，中国市场不仅

规模庞大，还在持续走向多元化，达能始

终看好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在中国贸促会近期的一项调研中，不

少 外 资 企 业 表 示 ，尽 管 疫 情 带 来 一 定 冲

击，但中国消费市场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

没有改变，消费数字化、品质化、个性化升

级趋势明显，外资企业对中国这片沃土依

然充满信心。

构建更有活力的国内大市场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破除堵点卡点

和障碍壁垒，消费活力才能有效激发，经

济运行才能循环顺畅。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释放全面推

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鲜明改革信

号；《“ 十 四 五 ”现 代 流 通 体 系 建 设 规 划》

发 布 ，破 除 妨 碍 生 产 要 素 市 场 化 配 置 和

商 品 服 务 流 通 的 体 制 机 制 障 碍 ；国 办 印

发《关 于 进 一 步 释 放 消 费 潜 力 促 进 消 费

持 续 恢 复 的 意 见》，着 力 破 除 消 费 领 域

痛 点 堵 点 …… 今 年 以 来 ，一 系 列 政 策 接

连 落 地 ，为 强 大 国 内 市 场“ 通 梗 阻 ”“ 畅

循环”。

“消费恢复增长不仅要‘货畅其流’，

更要通过改革破除制约消费的障碍壁垒，

以有力的改革举措不断提振和稳定消费

预期。”王蕴说。

广袤的县域农村消费市场，是进一步

挖掘消费潜力的新空间。

“ 农 村 消 费 近 年 来 保 持 快 速 增 长 势

头，但仍存在许多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因

素。”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说，应

进一步完善县域商业体系，优化农村消费

供给，进一步促进农村消费潜力释放。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商品质量、品牌和

标准建设，推动品牌消费、品质消费进农

村，畅通物流大通道，完善国家骨干冷链

物流基地设施条件。同时，健全消费品质

量标准体系，加快消费信用体系建设，以

改革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周蕊、熊琦

（新华社北京7月 11日电）

承压中复苏 构建更有活力的市场
——2022年中国经济年中观察之消费篇


